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用管理智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用管理智慧>>

13位ISBN编号：9787503540769

10位ISBN编号：7503540761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作者：高天增

页数：23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用管理智慧>>

前言

　　高天增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一位爱学、上进、勤奋，把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的实
业管理者。
他提出“中用”这种管理思想是三年前的事情，我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觉得能够自己琢磨点东
西对个人成长有益。
毕竟能经得起诱惑、又耐得住寂寞的管理者很少，直到三年后邀我为《中用管理智慧》一书作序的这
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多年来，一直不畏艰难，不屈地实践、追求这种管理思想的精神，在今天是
多么的珍贵。
虽然这种管理思想还有待不断地完善，但作为学者，我认为“中用"是管理思想的一块沃土、一粒金种
子、一颗充满活力和灵性的幼苗，我们需要呵护她、珍惜她。
　　《中用管理智慧》一书的内容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三种状态（和态、安态、生态）、二种素质（
企业素质、企业家素质）、一种价值观（健康），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点是本书所提出和
态、安态、生态三种管理状态。
这三种管理状态，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具体化，更是一个合
格的企业管理者应该去学习、去醒悟的管理思想。
　　一点是本书所强调中用管理思想的协调性。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企业素质与企业家素质这两个企业管理中的最根本问题，企业素质决定了企
业的质量，企业家素质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作者结合自己在企业管理中的感受，强调了协调性在提升企业素质和企业家素质中的重大作用，并对
协调机制、协调特性在理论上给予了系统的阐述。
　　这两点是中用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本书的亮点所在。
　　本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中用思想的产生基础只是笼统地提了一下，对于缺乏国
学基础的读者显得有些唐突；篇与篇之间只是通过主导思想相衔接，过渡性地衔接不够流畅等，但这
些瑕不掩瑜。
毕竟中用管理思想是个大系统，每一个篇章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可能全面概括，本书在抛砖引玉的基
础上，针对性地突出了中用管理思想的重点与核心。
　　作为一位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一直提倡：传统文化现代化、现代文化传统化。
这是当今社会和谐文化、和谐精神、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中用管理思想响应了这一趋势：中国传统
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思想有机融合的具体化。
　　中用管理思想是传统中的创新，是现代中的反思。
在这个多元的时代，它需要不断的完善，需要经过更多的实践检验，需要更多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
。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正如古人所言，我们需要不屈的精神、包容的心胸和高远的视角，来清晰一种思路，探索一种思想，
构建一种思维；明确一个概念，树立一种信念，建设一种经济哲学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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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员工有了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有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企业的内部环境自然会和谐有序，
企业内部的凝聚力自然也增强，这是企业健康发展的标志。
企业有爱，才有责任，企业的员工才会爱自己、爱家庭、爱企业，企业才会爱社区、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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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完成止于至善天下大德，这无疑也是企业的经营者人生价值追求之流露，儒家
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写照。
在今天的企业经营实践当中，一些有社会责任感、有时代使命感、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提出了
适合当今企业发展的新儒家价值观，重新给企业的追求下了定义，他们强调：“修身、富家、强企、
爱社区、报国家”的企业价值观。
　　企业首先要不断地完善自身，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
为员工提供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通过企业的发展来提升员工的生活质量，通过员工的发展来改变家
庭的生活质量，让家庭富裕起来，让人人都安居乐业。
这是当今企业最基本的职责，这也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安”。
　　企业员工有了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有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企业的内部环境自然会和谐有序，
企业内部的凝聚力自然也增强，这是企业健康发展的标志。
　　爱社区、报国家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没有脱离环境而生活在真空里的企业，企业的健康发展与企业的周围环境关系密不可分。
企业的经营者要尽力去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而且要主动去承担责任、付出爱心，处理好这种“鱼”
与“水”的关系。
如果说建设好社区环境是企业一种爱心的体现，那回报国家便是企业的大爱心的体现。
　　企业有爱，才有责任，企业的员工才会爱自己、爱家庭、爱企业，企业才会爱社区、爱国家。
　　但这种止于至善之道的爱与利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企业经营者必须要处理好的关系。
我们提倡基于仁义的大利。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体系中，古今中外的文化体系中，没有不讲利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俗话也说：
“无利不早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最为常见，而很多人只强调利，而把义的内涵给狭隘化了，把仁义之利给错解
了，甚至把“义”与“利”对立起来。
孰不知，仁义是利的根本，用仁义的手段，从事仁义的事业去创利，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首先，企业的经营当中利益的分配机制是个问题，孟子曰：“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
庶民欲利，上下争利，则国危矣。
”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利益的分配问题那企业的经营很容易陷入危机，这是企业经营者必须要重视的问
题。
当前的很多人都只是贪图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顾长远的巨利，虽然心知其然，而行有所不能也。
　　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利之公私的辩论中，产生了两个极端的派别：一个是墨子，另一个是杨子。
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到脚都可以放弃，而不遗余力地去为别人谋利，是彻头彻尾的
牺牲自我，以利别人。
而杨子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天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毛不拔，但也不妨害别人的利益。
这两种主张都是很极端的状态，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既不会像墨子所说，人人都大公无私，天下共利；也不可能像杨子所说：人人为己，既争取自己的自
由，又不妨害别人的自由。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只有回过头来看看儒家的中庸，中庸不是调和论，它是兼容并蓄而适可而止的中道，是合理、和
利、同行的大分配原则，企业的经营者要遵循这种分配原则。
　　再者，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也有多处在谈利的问题，其主要思想便是“利用安身”。
简单地说用利来安身，如民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企业内部的员工持股等都是用利的表现。
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企业经营者进行利益分配的一个指导性原则：就是要懂得用利，而不要
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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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也是我们企业经营者利于至善的追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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